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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历 

 

姓    名： 武拉平 

出生日期： 1969 年 3 月 

籍    贯：山西省文水县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职    称：教授 

研究方向：农产品市场和政策、国际贸易 

办公地点：经管学院 3 号楼 111 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 17 号，邮编 100083 

电    话：62738573  传    真：62738573  

E-mail：wulp@cau.edu.cn; wulaping@gmail.com 

一、个人经历 

教育状况	

1996.09-1998.06   美国“温洛克”博士项目课程学习  

1996.09-1999.06   中国农业大学与美国“温洛克”协会联合培养博士，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农产品市场与政策  

1992.09-1995.07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研究方向：农

业经济与管理  

1988.09-1992.07   山西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系本科生，获经济学学士学位，研究方向：

农业经济管理  

工作经历	

1995.07-2001.09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教，助教和讲师 

2001.10-2006.12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2007.01-至今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2002.06-2003.03  应聘于日本富山大学极东地域研究中心工作，研究员 

2001.04-2001.05   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立发展研究中心从事合作研究，国际课题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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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著作论文 

著作（2000年以来）	

1. 宏观经济学案例集（武拉平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03. 

2. 中国兔产业发展研究报告(1985-2010)（武拉平等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3. 中国农产品市场景气指数编制与应用（武拉平副参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4. 山西财政支农和减贫政策效应研究（参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5. 2012 年中央一号文件解读（武拉平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04 

6. 贸易自由化与减贫—基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实证研究（武拉平等著），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11 

7. 惠农富民政策简明读本（武拉平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10 

8. 惠农富民政策问答（武拉平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03 

9. 农村节约型社会建设知识读本（115 国家重点图书）（武拉平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

版社，2009.01 

10. 北京市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战略研究（武拉平等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09 

11. 中国主要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分析（谭向勇、武拉平等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01 

12. 百年农经（副主编，王秀清等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09 

13. 农业经济学（副主编），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08 

14. 农产品国际贸易（田维明、武拉平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5.02 

15. 宏观经济学（武拉平等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4.01 

16.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参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0（修订）  

17. 微观经济学（武拉平等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3.02 

18. 中国农产品市场行为研究（武拉平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10 

19. 中小企业生产管理（武拉平等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10 

20. 农产品国际贸易与实务（副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09 

21. WTO 和中国农业简明读本（参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01 

22. 农业多边贸易谈判手册（编委），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06 

23. 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研究（武拉平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11 

24. 非洲农产品市场与贸易（参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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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论文	

Refereed Journal Articles 

 

David L. Ortega, H. Holly Wang, Laping Wu, Soo Jeong Hong (2015), “Retail channel 

and consumer demand for food quality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http://dx.doi.org/10.1016/j.chieco.2015.04.005 

Yuhe Song and Laping Wu (2014),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Farmers’ Rabbit Breeds 

Purchas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s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Vol 10, 2014. 

Ortega, David L., H. Holly Wang, Nicole Olynk, Laping Wu (2014), “Chinese Producer 

Behavior: Aquaculture Farmers in Souther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8 (1): 

17–24, http://dx.doi.org/10.1016/j.chieco.2013.11.001. 

Wenzhi Wang, Shang Xu and Laping Wu (2013), “Consumer Perception of, Attitudes 

towards and Willingness to Consume Rabbit Meat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Nutritional Ecology and Food Research, Vol.1, 161-166, 2013 

Ortega, David L.,H. Holly Wang, Nicole Olynk, Laping Wu, and Junfei Bai (2012). 

“Chinese Consumers Demand for Food Safety Attributes: A Push for Government 

and Industrial Regul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94 (2): 

489-495. 

David L. Ortega, H. Holly Wang, Laping Wu, and Nicole J. Olynk (2011), “Modeling 

heterogeneity in consumer preferences for select food safety attributes in China”, 

Food Policy, Vol.36( 2): 318-324 

Wang, H. Holly, Yanping Zhang, and Laping Wu (2011), “Is Contract Farming A Risk 

Management Instrument for Chinese Farmers? Evidence from a Survey of Vegetable 

Farmers in Shandong.”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s Review, Vol.3 (4): 489 – 505. 

D. L. Ortega, H. H. Wang and L. P. Wu (2009), Food Safety and Demand: Consumer 

Preferences toward Imported Pork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Food Distribution 

Research, Vol. 40(3): 52-63. 

Jie Cheng, Laping WU and Richard W. Dawson (2008), Blue Box Policy Reform in the 

Doha Round Negotiations: Effects and China's Position,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16 (5):83-102 

Wu Laping and Cheng Jie (2007), Potential Effects of Blue Box Policy Reform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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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 Agricultural Support,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07.2。 

Wu Laping and Zhu Junfeng (2003),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f Chinese Feed 

grain”，Far Eastern Studies，2003，Vol.2. 

Book Chapters 

L.P. Wu, J.J. Qin and J.F. Guo (2013) “Trade liberaliz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poverty”, in Agriculture, Rural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China Agriculture Press, 2013. 

Laping Wu (2013), “Trade facilit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China-ASEAN region case 

study” in Trade Facilitation for Poverty Reduction: Building Capacit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Poor Trade Facilitation Policies and Measures in 

Developing Asian Countries, th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forthcoming) 

Laping Wu (2013),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Integration, in OECD-FAO 

Agricultural Outlook (2013-2022), OECD Publishing, 

http://dx.doi.org/10.1787/agr_outlook-2013-en. 

Liu Hua and Laping Wu (2012), Analysis on the China’s Agricultural Technical Training 

Effectiven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Based on survey in Hebei Province, 

Social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 U.S. 

2012, pp133-139. 

Wu Laping (2004), Grain Market Integration and Marketing Margin, China’s Domestic 

Grain Marketing Reform and Integration，Asia Pacific Press, Australia, 2004. 

Wu Laping (2004), Food Price Differences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China, China’s 

Domestic Grain Marketing Reform and Integration，Asia Pacific Press, 

Australia, 2004. 

Wu Laping, "Price Linkages between Chinese and World Grain Markets." In 

Agricultural Trade and Policy in China:  Issues, Analysis and Implications. 

Scott D. Rozelle and Daniel A. Sumner, eds. Aldershot, U.K.: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3). 

Conference Presentations and Posters 

Wang, H.Holly,Yanping Zhang and Laping Wu. “Contract Farming: Farmers’ Motivation 

and Compliance.” SCC76 Conference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Risk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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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Atlanta, GA, March 2011. 

D. L. Ortega, H. H. Wang and L. P. Wu (2009), Consumer Preferences for U.S. Pork in 

Urban China. AAEA Selected Paper at the 2009 AAEA & ACCI Joint Annual 

Meeting in Milwaukee, Wisconsin, July 26-July 28 

Wu Laping and Cheng Jie (2007), Potential Effects of Blue Box Policy Reform on 

Domestic Support in Agriculture,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Trade Research Consortium (IATRC) Conference China’s Agriculture Trade: 

Issues and Prospects, July 8-9th 2007, at the Beijing Grand Hyatt. 

Wu Laping and Zhang Xiaojuan (2005), Third Country Effects on Chinese Corn Export 

Performance in Asian Countrie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loblization and Chinese Agriculture, Beijing, September 17-18, 2005. 

Wu Laping (2004), “Grain Market Policy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China”，presented at  

workshop on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EU and Israel,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March 26-28, 2004. 

Ke B.S. G.H. Wan and L.P. Wu (2003), “China’s Agriculture after WTO Accession: 

Policy Adjustment, Trade Development and Price Analysis”, paper prepared for 

UNU/WIDER Conference on ‘Sharing Global Prosperity’, 5-7 September 2003, 

Helsinki. 

Tomio Sakai and Wu Laping (2003), "Study on New Northeast Phenomenon of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 Chinese Economy: Strong or Weak?" held 

at Toyama University, Toyama, Japan, January 23, 2003. 

Wu Laping and Zhu Junfeng (2002), Study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f 

Chinese Feed grain，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the Pattern of Feed Grain 

Supply and Demand at Eastern Asian Area-Marketing and Trade” held at 

Toyama University，Toyama, Japan, 2002.10。 

中文论文	

期刊论文 

郭俊芳 ,武拉平 . 食品安全标准对中国禽肉出口的影响及政策模拟 [J]. 科技与经

济,2015,01:47-51. 

宋雨河,李军,武拉平. 农户蔬菜种植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DEA-Tobit两步法

的实证研究[J]. 科技与经济,2015,02: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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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燕青 ,武拉平 . 鸡蛋期货市场的投机特征分析 [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2015,06:619-626. 

郭俊芳 ,武拉平 . 食品安全标准对中国禽肉出口的影响及政策模拟 [J]. 科技与经

济,2015,01:47-51. 

郭俊芳 , 武拉平 . 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影响因素 [J]. 经济问题探

索,2015,01:162-166. 

王燕青,武拉平. 城镇居民兔肉及兔产品消费特点及建议[J]. 中国养兔,2015,01:12-17. 

沙敏,武拉平. 杂粮研究现状与趋势[J]. 农业展望,2015,02:53-56+60. 

宋雨河,李军,武拉平. 农户蔬菜种植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DEA-Tobit两步法

的实证研究[J]. 科技与经济,2015,02:36-40. 

李隆玲,田甜,武拉平. 国际多边组织对粮食安全政策的要求、建议及未来发展趋势[J]. 世界

农业,2015,04:6+1-4. 

郭俊芳 , 武拉平 . 东北亚地区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J]. 世界农

业,2015,05:10-14+203. 

武拉平,沙敏. 农业高成本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J]. 农业经济与管理,2015,02:49-55. 

张瑞娟,孙顶强,武拉平,Colin Carter. 农户存粮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不同粮食品种的微

观数据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14,11:17-27. 

王燕青,王晓蜀,武拉平. 玉米期货市场价格走势及影响因素分析[J]. 农业展望,2014,11:30-35. 

郭俊芳,武拉平. 食品安全标准的贸易效应分析——以中国农产品出口为例[J]. 农业展

望,2014,11:69-74. 

吕之望,武拉平. 中国兔产业政策回顾与展望[J]. 中国养兔,2014,05:22-28. 

武拉平. 中国粮食经济进入新的阶段:特征、原因和对策[J]. 农业经济与管理,2014,01:28-34. 

郭俊芳,武拉平. 我国禽肉价格波动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14,02:82-84. 

王文智 ,武拉平 . 选择实验理论及其在食品需求研究中的应用 :文献综述 [J]. 技术经

济,2014,01:110-117. 

宋雨河,武拉平. 价格对农户蔬菜种植决策的影响——基于山东省蔬菜种植户供给反应的实

证分析[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2:136-142. 

徐上,武拉平. 我国城镇居民肉类消费及地区差异分析[J]. 中国农业信息,2014,08:58-61. 

郭俊芳,武拉平. SPS措施影响中国禽肉出口的实证研究[J]. 中国食物与营养,2014,05:37-41. 

王燕青 , 武拉平 . 农民外出务工后食物消费的变化——以北京为例 [J]. 农业展

望,2014,06: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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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上,武拉平. 我国城镇居民肉类消费及地区差异分析[J]. 中国农业信息,2014,05:255-256. 

李隆玲,田甜,武拉平. 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预测[J]. 农业展望,2014,07:75-79. 

郭俊芳,武拉平. 世界鸡肉主要出口国的竞争优势及发展潜力[J]. 世界农业,2013,11:16-19. 

王文智,武拉平. 城镇居民对猪肉的质量安全属性的支付意愿研究——基于选择实验(Choice 

Experiments)的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2013,11:24-31. 

武拉平,田甜. 基于贸易视角的新形势下中国粮食安全研究[J]. 农业展望,2013,04:66-70. 

张瑞娟,武拉平,崔登峰. 从农户粮食供需均衡看农户储粮影响因素[J].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13,02:86-92. 

王文智,武拉平. 中国城镇居民肉类需求的单位价值弹性估计偏差研究[J]. 统计与信息论

坛,2013,08:97-101. 

王文智,武拉平. 我国城镇居民兔肉消费的特点及制约因素[J]. 中国养兔,2013,03:18-22. 

王文智,武拉平. 我国主要粮食价格与CPI相互关系分析[J]. 农业经济,2013,08:119-121. 

鞠荣华,武拉平. 我国兔产业国内竞争力分析[J]. 中国养兔,2013,05:22-24+33. 

郭俊芳,吕之望,武拉平. 西部地区兔产业发展SWOT分析[J]. 中国养兔,2013,05:28-30. 

武拉平 , 何新天 , 刘强德 , 颉国忠 . 2011-2012 年中国兔产业发展报告 [J]. 中国养

兔,2013,06:19-24. 

张瑞娟,武拉平. 我国农户粮食储备问题研究[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2,01:176-181. 

赵鱼,武拉平. 农资市场发育程度对农户粮食种植行为的影响——基于河北省样本农户的实

证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2012,07:56-62. 

王文智,武拉平. 我国兔肉消费市场展望——基于全国11个城市1084个样本的调查分析[J]. 

农业展望,2012,08:54-58. 

武拉平,郭俊芳,赵泽林,吕明霞. 山西农村贫困脆弱性的分解和原因研究[J]. 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6:95-100. 

张艳平,武拉平. 基于“农户+合作社+公司”型订单农业执行情况及影响因素探析——以山

东胶州农村合作社白菜订单为例[J].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4:6-12. 

刘汉中,秦应和,张凯,武拉平,余志菊,王丽焕,汪平,刘宁. 我国肉兔生产现状与发展趋势[J]. 中

国养兔,2012,01:20-23. 

顾蕊,武拉平. 中国兔业国际竞争力分析[J]. 中国养兔,2012,02:22-24. 

田甜,武拉平,王文智. 我国城镇居民兔肉消费现状的调查分析——基于全国12个城市的调研

数据[J]. 中国养兔,2012,04:19-21. 

武拉平. 2012年度兔产业发展趋势与建议[J]. 中国养兔,2012,0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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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蕊,武拉平,李轩复. 中国兔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 

中国养兔,2012,06:26-28+25. 

徐上,武拉平,李轩复. 兔养殖户(场)技术经济需求分析——基于全国429个养殖户(场)的调研

数据[J]. 中国养兔,2012,03:16-18. 

宋雨河,武拉平. 2011年我国兔产品市场形势回顾及后市展望——基于全国45个监测点的价

格数据[J]. 中国养兔,2012,05:14-15+19. 

王文智,武拉平. 城镇居民兔肉认知及消费行为分析——基于全国11个城市调研数据[J]. 中

国养兔,2012,05:16-19. 

张瑞娟 ,武拉平 . 基于资产选择决策的农户粮食储备量影响因素分析 [J]. 中国农村经

济,2012,07:51-59. 

王汭妲,武拉平. 中国城镇食品零售业市场竞争分析[J]. 产业经济评论,2012,01:139-174. 

武拉平. 如果土豆期货了[J]. 农产品市场周刊,2012,38:38-39. 

王文智; 武拉平. 我国农业内各业之间动态相互作用分析[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 2011(11) 

武拉平,张瑞娟. 中国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变化及趋势展望——基于1950～2010年统计数

据的分析[J]. 农业展望,2011,(4).  

秦建军,武拉平. 财政支农投入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基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考察[J]. 

财贸研究,2011,(3).  

王宇、武拉平、陈慧萍. 农民工城市定居方式选择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北京市的实证调查. 

时代经贸, 2011(04):23-25. 

顾蕊、武拉平、秦应和. 我国兔产业的生产分析. 中国养兔, 2011,(5) 

王汭妲、武拉平、秦应和. 我国兔肉贸易分析. 中国养兔, 2011,(5) 

王汭妲、武拉平、秦应和. 我国兔皮兔毛贸易分析. 中国养兔, 2011,(5) 

王文智、武拉平、秦应和. 我国兔肉产量、需求波动及与价格的关系分析. 中国养兔, 2011,(5) 

景发、王文智、武拉平. 兔球虫病对我国养兔业影响的经济分析. 中国养兔, 2011,(5) 

秦建军,武拉平,闫逢柱. 产业地理集聚对产业成长的影响——基于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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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A]. 中国畜牧业协会兔业分会.第二届(2012)中国兔业发展大会专辑一[C].中国畜牧

业协会兔业分会:,2012:3. 

武拉平. 2012年度兔产业发展趋势与建议[A]. 中国畜牧业协会兔业分会.第二届(2012)中国

兔业发展大会专辑一[C].中国畜牧业协会兔业分会:,2012:2. 

顾蕊,武拉平,李轩复. 中国兔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A]. 中国畜牧业协会兔业分会.第二届(2012)中国兔业发展大会专辑一[C].中国畜牧业协

会兔业分会:,2012:4. 

田甜,武拉平,王文智. 我国城镇居民兔肉消费现状的调查分析——基于全国12个城市的调研

数据[A]. 中国畜牧业协会兔业分会.第二届(2012)中国兔业发展大会专辑一[C].中国畜牧

业协会兔业分会:,2012:3. 

武拉平. 中国肉兔产业发展现状和前景展望[A]. 山东畜牧兽医学会家兔专业委员会、中国畜

牧业协会兔业分会肉兔产业联盟.2012现代兔业发展大会暨兔产品博览会会刊[C].山东

畜牧兽医学会家兔专业委员会、中国畜牧业协会兔业分会肉兔产业联盟:,2012:7. 

武拉平，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调研报告，载《察农情、接地气》（2012

年农业部“百乡万户调查”山西组集萃，张合成主编），PP33-36，2012.5。 

张瑞娟; 武拉平. 中国农户储粮行为研究-农户储粮影响因素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农业现代

化与农业科技创新》（2012年中青年农经学者年会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07. 

欧戴维, 王红, 武拉平,. 食品安全与需求：中国城市居民对进口猪肉的消费偏好研究，载《中

国经济增长与环境》（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09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119-132页，，

王红等主编，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1.5. 

武拉平,程杰,. 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生产波动周期研究：1949-2006 年，载《2008 中国粮食市

场发展报告》（李经谋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6。 

武拉平 我国农村集市的起源、分化与发展趋势，载《历史视角中的三农》（李军等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10。 

武拉平  “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思考”，在第四届东北亚农业经济国际研讨会“新农村建

设：日韩经验与中国的实践”上宣读，2007 年 8 月 25-28 日。 

程杰、武拉平，“蓝箱”与“新蓝箱”：潜在影响与谈判立场，载 2007 年青年农经学者年会论

文集《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与现代农业发展》，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年 10 月。 

武拉平， “中国粮食外贸政策及其效果分析”，载《2007 年中国粮食市场发展报告》（李经

谋 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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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杰  武拉平，生产者、保护者与分利者：贫困村基层组织的多重角色，第七届中国青年

经济学年会大会宣读，2007 年 9 月 23-24 日，浙江大学。 

武拉平，“中国粮食贸易政策及其对东北亚地区的影响”，提交由日本富山大学远东地域研

究中心于 2006 年 3 月 1 日在日本富山举办的“新自由主义与农业政策”中日韩国际

研讨会，大会宣读,并搜集在该中心编辑的 Research Report 系列（No.8）。 

武拉平 刘龙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思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现代农业发

展》，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5。 

武拉平  张晓娟，中国玉米出口市场份额分析，《和谐社会与农村发展》，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5.10。 

武拉平，“国内外农产品市场整合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农业经济管理论文集》，科学出版

社，2005.3。 

武拉平，入世后中国农产品市场政策和国内外市场一体化，2004 年 8 月 16-19 日由吉林农

业大学、日本远东地域研究中心和韩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吉林长春市举行的“东亚

粮食市场改革和农业结构调整”国际研讨会，大会宣读论文。 

武拉平，国内外农产品市场整合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办的“农业经

济管理学科前沿与发展战略研讨会” （2004 年 2 月 18-20 日，浙江大学）上宣读。 

武拉平，中国粮食流通政策改革及流通环节的协调研究， 2002 年 10 月在中国农业大学召

开的青年农经学者年会所提交论文，并刊登在会议论文集《WTO 与中国农业和农

村发展》(中国农业出版社)上。 

武拉平，中国粮食市场行为研究，在 2002 年 6 月在台北举行的“可持续发展与一般均衡”国

际会议上宣读，论文在会议出版的论文集中收录。 

武拉平等，“主要农产品价格跟踪与监测：1995-1998”(课题报告)，载《农村市场经济》（农

业部软科学委员会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11。 

武拉平，空间市场整合的理论与方法研究，《21 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论文集)，

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7。 

武拉平，我国小麦、玉米和生猪收购市场价格的地区差异及市场整合研究，《中国农村经济:

问题与挑战》，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7。 

武拉平，Integration of China’s Major Agricultural Product Markets，2001 年 5 月在法国举办

的关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国际研讨会上宣读（英文），2001.5。 

武拉平，China’s Grain Market Integration，2001 年 6 月在江苏举办的中国粮食市场化改革国

际研讨会上宣读（英文），2001.6。 

武拉平，国内外主要农产品市场价格联系研究， 2001 年 7 月在北京由福特基金会举办的中

国公共政策论坛上宣读，2001.7。 

武拉平，国内粮食收购、批发和零售市场之间的协调及市场建设研究，2001 年 7 月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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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福特基金会举办的中国公共政策论坛上宣读，2001.7 

武拉平，空间市场整合的理论与方法研究，2001 年 8 月在沈阳举行的中国青年农业经济学

者年会会上宣读，2001.8。 

武拉平，Grain Market Integration and Marketing Margin，2001 年 9 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国

经济学年会会上宣读，2001.9。 

武拉平，我国主要农产品市场整合程度研究，博士论文，1999.6。 

武拉平，发达地区乡村集体企业的社区性及其改革研究，中国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995.6。 

报纸等大众媒体 

接受采访：学者解读中央一号文件：以法治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 年 02 月 04 日（作者：陈叶军 陆航） 

宋雨河、武拉平，加强信息服务 发展现代农业，经济日报理论版，2014 年 12 月 29 日。 

武拉平，我国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2013 年 11 月 11 日 16:29  中国经

济网。 

武拉平，取消粮票：“粮食关系”松绑后的社会巨变，北京晚报（记者采访），2013 年 11

月 11 日。 

武拉平，如果土豆期货了，农产品市场周刊，2012 年第 38 期 

武拉平，农产品市场调控应避免短期“救火”行为，《农民日报》，2011.9.6 第 6 版。 

武拉平，北京市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战略，《科学时报》，2006.6.26。 

三、科研项目 

粮食经济领域	

2015.01.2017.12  中国粮食收货环节损耗研究，国家粮食行业公益专项子项目，国家粮食局，

负责人。 

2015.01.2015.12  农民工食物消费水平与结构研究，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主持人。 

2013.01-2013.12  中国粮食经济的需求分析，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主持人 

2012.01-2014.12  农户粮食储备行为的研究（编号：NCET-11-0487），教育部 (主持人) 

2012.01-2012.01  中国粮食经济的理论与政策研究，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主持人 

2012.05-2013.03  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研究，商务部，主持人 

2012.03-2012.12  现行日本大米进口办法与世贸规则一致性及我国扩大对日大米出口研究，

商务部（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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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2011.12  WTO 主要成员及地区组织粮食安全政策及与 WTO 规则一致性分析,商务

部（主持人） 

2004.01-2004.08  放开粮食购销政策执行情况及影响的跟踪分析，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资助

（编号：0419）（主持人） 

2002.04-2003.12  东北亚地区的谷物供求动向, 日本文部省与富山大学联合资助（课题编

号：14560182） （联合主持人） 

2000.06-2001.10  中国粮食收购、批发和零售市场的协调，福特基金会公共政策项目          

（主持人） 

1999.07-2001.07  中国粮食市场政策--国内粮食贸易， 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项目编

号：ACIAR Project 9721）（主要参加，完成 4 篇英文报告） 

1996.01-1997.12  中国饲料市场研究，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主要参加，课题讨论、调研） 

1997.01-1997.12  中国种子产业化研究，农业部重点委托（主要参加，课题调研、设计，完

成 1 篇报告） 

市场和贸易	

2015.01-2.16.06   中国和南美农业贸易和投资合作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持人 

2014.01-2.15.12   期货市场运行效率研究，农业部市场监测预警专家研究项目，主持人 

2012.09-2014.08  Chinese Duck Market and Consumers’ Preferences on Food Safety and 

Quality in Food Service Sector，与美国普渡大学合作项目（中方合作者）。 

2012. 01-2013.12  农户生产决策及其对农产品市场波动的影响，农业部市场司，主持人 

2012.05-2012.12  贸易便利化与减贫—中国与东盟案例研究，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联合国亚

太经济社会委员会（主持人） 

2010.04-2010.09  贸易自由化与减贫—中国和东盟的实证研究，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持人） 

2009.07-2009.12  SSM 及其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商务部（主持人） 

2006.06-2007.08  “蓝箱”措施对农业支持的作用及对贸易的影响分析，中加小农项目资助

（主持人） 

2008.09-2008.12  中国禽肉、蔬菜和水果等出口面临的贸易壁垒及在 WTO 中的对策，商务

部世贸司（主持人） 

2007.06-2008.12  FTA 对中国农业的影响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项目编号：

07BJY106）（主持人） 

2008.07-2008.12  提高中国农业应对 WTO 规则的能力：中加“小农户”项目的作用，中加合

作小农户项目北京办公室委托（主持人） 

2003.10-2004.06  建立现代农产品流通和贸易体系研究, 农业部“十一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

展重大研究项目资助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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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2009.11  热带水果消费研究，FAO（主持人） 

2006.04-2006.12  扩大农民消费需求问题研究，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资助（编号：0621）（主

持人） 

2009.01-2012.12  农村超市发展及其对农户消费行为的影响（编号：20090008110012），教

育部博士点基金（主持人）。 

2007.09-2008.09  农村超市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持人） 

2007.01-2009.12  价格形成、质量控制与超市农产品经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项目编

号：70673102）（主持人） 

2002.03-2003.03  中国农产品市场行为研究, 福特基金会资助（出版基金） （主持人） 

2000.01-2000.12  中国居民食品需求弹性研究，科技部与农业部，主持人 

2010.01-2011.12  中国农产品市场景气指数研究，发改委、农业部等资助，（主要参加） 

2009.08-2009.12  农产品市场信息采集分析系统研究，农业部信息中心（主持人） 

2009.02-2009.06  十八种（类）农产品监测预警研究，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主持人） 

2001.01-2003.12  主要农产品国内外市场相互协调及影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编号：

70003010) （主持人） 

1999.06-2000.06  国内外主要农产品市场价格联系研究，美国福特基金会公共政策项目（主

持人） 

1998.04-1999.06 我国食品市场整合程度研究，美国温洛克国际农业发展协会（主持人） 

1999.01-2001.12 主要农产品国内地方市场价格联系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

9870063)（联合主持，总报告撰写人） 

1998.06-2000.06  中国主要农产品市场整合程度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

98BJY021）（联合主持，总报告撰写人） 

畜牧经济和其他	

2011.01-2015.12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项目-兔产业经济研究，农业部（主持人） 

2009.06-2009.12  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北京市农委（主持人） 

2007.01-2009.01  山西省中小企业发展竞争力研究，山西中小企业研究所委托项目（编号：

MSE200701）（主持人） 

2006.12-2007.03  《北京市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战略研究》专著出版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基金委四届二次常委会议审议批准）（主持人） 

2004.11-2005.01  中国县区投资价值评价（2004-2005），中国投资环境专家组（主持人） 

2004.05-2008.10 土地、水权、自然资源管理和农户信贷获得, 教育部和德国 DFG 资助 “华

北平原集约化作物生产体系中资源可持续利用” 子项目（子项目主持） 

2004.01-2005.12 北京市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战略研究(编号：9042005),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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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项目（主持人） 

2009.09-2011.03  山西财政减贫和支农政策效应研究，世界银行（项目咨询专家） 

2002.04-2003.03  外国文教专家聘请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0003010）, 国

家外专局和教育部审核批准资助 （负责人） 

1998.06-2001.06  北京乡村集体企业改建现代企业制度研究， 北京自然科学基金 

               （主要参加，课题讨论、调研，完成 1 篇课题报告） 

1998.06-2000.06  北京市乡镇企业结构调整研究，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主要参加，课题

讨论） 

1995.06-1996.06  乡镇工业小区建设研究， 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主要参加，课题调研提

纲设计、撰写 2 篇报告） 

1994.06-1997.06  发达地区乡村集体企业的社区性及其改革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主

要参加者，报告主要完成人） 

1994.06-1998.12  主要农产品市场跟踪与监测研究， 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主要参加，历

年报告主要撰写人） 

1994.06-1997.12  中国乡镇企业运行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主要参加，课题

调研、讨论） 

四、教学工作 

讲授课程	

本科生：《国际贸易》（春季） 

博士生：《高级宏观经济学》（秋季） 

MBA：《经济理论与实践》 

教学研究项目和论文	

2010.11-2012.10 “985 工程”高水平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博士研究生《高级宏观经济学》

示范课建设”（主持人） 

2009.01-2011.07 中国农业大学 2008 学年外语高校师资培训项目：《国际贸易》课程引进外

籍教师项目（项目编号：2008w002）（主持人） 

2006.11-2007    中国农业大学 2006 年公共管理硕士（MPA）《国际贸易》教学案例建设

（编号：MPA-0606，研究生院资助）（主持人）。 

2006.7- 2007.7   以应用性为导向的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改革，学校教务处资助，（主持人） 

2006.11-2007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重点课程建设项目：国际贸易课程建设（研究生院资

助）（主要参加） 

2005.03-2005.12 大学生就业情况研究，学校教学改革项目（研究生院）（第一主持人） 

2004.09-2006.09 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精品课程建设，中国农业大学 2004 年度教改项目（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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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人，宏观经济学部分主要负责人） 

2002.04-2003.09 《宏观经济学》多媒体素材库建设，中国农业大学教学改革项目（主持人） 

2002.04-2003.06  英语讲授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与实践，中国农业大学教学改革项目（主持人） 

2002.04-2003.04  研究生重点课程项目：经济学流派，中国农业大学教改项目（负责人之一） 

2002.04-2003.12  研究生“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精品课程建设，学校教学改革项目（主要参加） 

1997.01-1998.12  农业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课案例教学研究， 北京教育科学九五规划课题

（主要参加） 

武拉平. 农林院校《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体系建设研究[OL].  [2013-12-06]. 中国科技论文

在线，http://www.paper.edu.cn/releasepaper/content/201312-113 

武拉平，“宏观经济学多媒体教学研究与启示”，《探索教育教学规律，培养创新人才》（江

树人 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6.12。 

武拉平，“经济管理类课程案例教学研究”，载中国农业大学高等农业教育研究室和中国农业

大学教务处编《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与探索》（第 3 集），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6.3。 

武拉平，“英语讲授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与启示”，载中国农业大学高等农业教育研究室

和中国农业大学教务处编《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与探索》，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3.11。 

短期讲学	

2013-2014，赴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中以中心，为来自

30 个国家的援外涉农干部培训班学院讲课，讲授内容：Agricultural Market 

Reform and Policy of China, Rural Market and its Development of China. 

2012.05-09，三次赴国务院扶贫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为援助非洲等援外培训班授课，讲授内

容：Agricultur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Rural Market and its 

Development 等，地点：国务院扶贫。 

2012.10.17，为非洲培训班授课，讲授内容：Rural Market Development and Marketing System 

of China，地点：农业部农村管理干部学院。 

2012.06.25，应邀为北京市农业局举办的北京市批发市场管理人员培训班做有关农产品市场

发展与信息化的报告。 

2012.05.26，为学院农资班（山东培训点）讲授中国农村市场发展及政策的报告。 

2012.115-6，赴山东临沂参加山东省兔业发展大会，大会做“中国肉兔产业发展形势及展望”。 

2011.11，为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大学录制“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农业”节目共四集。 

2011.05-09，三次赴农业部干部管理学院为援助非洲培训班授课，讲授内容：Agricultur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地点：农业部干部管理学院。 

2011.03-07，两次为非洲培训班授课，讲授内容：Agricultur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地点：中国农业大学中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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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04-06，China-IFAD South-South Cooperation Seminar on 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讲授：Market Development & Agriculture，

地点：广西南宁。 

2010.10.25，“发展中国家现代农业与经营管理研修班”，讲授内容：Modern Marketing System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地点：中以中心 5 层会议室 

2010.05.07，“发展中国家食品安全管理官员研修班”，讲授内容：Modern Marketing System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地点：中以中心 5 层会议室 

2010.05.17，学校外办接待 UIUC 师生代表团，讲授内容：Agricultur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地点：东区 1 教 217。 

2010.03.17，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培训报告，讲授内容：贸易自由化和贫困，地点：中国国际

扶贫中心。 

2009.08.07，农业部“东盟国家农业管理干部研修班”讲座，内容：Chinese Agricultur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地点：农业部中央农业干部培训中心。 

2009.06.19，学校外办接待印度代表团，讲授内容：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olicy in 

China，地点：学校东区图书馆报告厅。 

2009.05.22，农业部“非洲国家农业管理干部研修班”系列讲座，内容：China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olicy，地点：农业部中央农业干部培训中心。 

2009.03.03，学校外办接待美国俄亥俄州、伊犁诺依州农场主代表团，内容：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olicy in China，地点：学校一教 207。 

2008.12.15，中亚国家农业发展和农业产业化研讨班，讲授内容：中国农业市场化改革路径

和展望，地点：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08.05.10，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访问团，内容：China Agricultural Policy，地

点：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 

2008.5.14，农业部“非洲国家农业管理干部研修班”讲座，内容：China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olicy，地点：农业部中央农业干部培训中心。 

2008.05.06，墨西哥政府培训项目-教育中国（PRCChina），内容：China Agricultural Trade and 

Policy，地点：北京财智国际大厦。 

2007.05.21，大湄公河区域（GMS）经济合作研讨会，内容：China Agricultural Polic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GMS，地点：南京农业大学。 

2007.05.08，美国 OSU 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考察团，讲授内容：China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and Policy，地点：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 

2007.03.27，教育部与德国 DFG 中德合作教育培训项目讲座，内容：中国农业发展与农业政

策展望，地点：中国农业大学资环学院。 

2005.07.28，国家信息中心“可持续农业发展”系列讲座，内容：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中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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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政策，地点：国家信息中心。 

2005.07.20，农业部“非洲法语国家农业管理研修班”系列讲座，授内容：中国农业发展概况，

地点：农业部中央农业干部培训中心。 

2005.04，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电视讲座《WTO 和中国农业》（共 10 集）。 

2003.10.31-11.21，中国农科院处长培训班讲座（三次），内容：WTO 与中国农业，地点：

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 

2003.10-12，中科院研究生院培训课程讲授（十二次），内容：宏观经济学，地点：中国科

学院研究生院。 

2003.03.30，中国国情调查咨询中心，“WTO 与中国农业结构调整”讲座，授内容：WTO 与

中国农业结构调整，地点：北京前门饭店。 

2002.03.30，中国国情研究会“WTO 与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高级研讨会”讲座，内容：WTO

和中国农业，地点：深圳。 

2002.03.01，接受香港亚洲电视采访（记者：何锦欣），采访内容：中国农村经济现状、入

世的影响及结构调整 

2001.12，河北唐山县级干部培训班，内容：农业协议和中国农产品谈判，地点：唐山。 

2001.11，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节目“WTO 和中国农业”系列（两讲），内容：“中国入世

的承诺及其对我国农业的影响” 

2001.11，北京平谷农业局乡镇干部培训班，内容：“经济一体化和 WTO”，地点：平谷。 

2001.09，美国伊力诺仪州农业局农场主代表团，内容：“中国农业概况”，地点：学校。 

五、学术活动 

 赴古巴进行学术访问。2014 年 9 月 12-13 日，利用参加美洲兔业大会的时机，在会后

应邀对古巴动物研究所进行了学术访问和交流。对古巴兔业进行了了解，并就双方的未

来合作达成了意向。 

 赴墨西哥参加第五届美洲兔业大会。2014 年 9 月 8-11 日，应邀赴墨西哥 Tuloca 参加第

五届美洲兔业大会，大会宣读论文 The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Rabbit Industry and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赴美国进行学术访问。2014 年 9 月 3-7 日，在参加美洲兔业大会前夕，应美国兔业协

会（ARBA）的邀请对美国 ARBA 进行了访问，并对旧金山相关兔场进行实地访问。 

 赴韩国参加东北亚农业发展研讨会。2014 年 8 月 24-28 日，应邀赴韩国首尔农业经济

研究院参加“东北亚水田农业发展”的国际研讨会，大会宣读 Chinese Grain Production 

Potential: Contribution of Paddy Rice. 

 赴印度尼西亚参加国际会议。2013 年 8 月 23-30 日，应邀赴印尼巴厘岛参加第二届亚

洲兔业发展大会，会议宣读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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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bbit Industry. 

 赴欧盟总部参加会议。2013 年 6 月 3-6 日赴比利时布鲁塞尔应邀参加 Agricultural 

Globalization 会议，大会作 Chines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olicy 的报告. 

 赴斯里兰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2012 年 10 月 29 日-11 月 2 日应联合国 ESCAP 邀请，

赴斯里兰卡参加由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主办的“贸易便利化”国际研讨会，大会

提交专题报告并讨论。 

 赴广西参加中国-东盟论坛。2012 年 9 月 25-27 日赴广西柳州参加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举

办的第六届中国-东盟论坛，完成大会背景报告“贸易便利化和减贫”，做大会分会场

主持人，并作报告。 

 赴希腊雅典农业大学学术访问。应世界兔业协会副主席、希腊兔业协会主席邀请，2012

年 9 月 9 日至 9 月 14 日，赴希腊雅典农业大学进行访问，对希腊的养兔业和希腊经济

发展、债务危机等进行了解。 

 赴埃及参加世界兔业大会。2012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8 日赴埃及沙姆沙伊赫参加第 10 届

世界兔业大会，宣读“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Rabbit Meat Industry”。 

 赴韩国首尔参加中日韩国际研讨会。2011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1 日赴韩国农村经济研究

院参加第 8 届东北亚农业农村发展国际研讨会，大会报告“贸易自由化、经济增长与农

村减贫”。同时，对韩国的安东和庆北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进行了实地考察。 

 赴日本参加学术会议。2011 年 1 月 26 日-29 日赴日本参加由日本富山大学经济学部主

办的“FTA 和农业”国际研讨会，大会宣读特邀报告“中国 FTA 的发展及其对农业的

影响”。 

 赴意大利罗马参加国际会议。2011 年 1 月 22 日-24 日赴意大利罗马联合国 IFAD 基金

参加“小规模农业的未来发展新方向（New Directions for Smallholder Agriculture）”国

际研讨会，会议评论和讨论。 

 赴吉林农业大学参加中日韩国际研讨会。2010 年 8 月 17 日至 20 赴吉林农业大学参加

第 7 届东北亚农业农村发展国际研讨会，大会报告“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对中日韩农产

品贸易的影响”。 

 赴广西参加中国东盟减贫论坛。2010 年 7 月 13-15 日赴广西桂林参加第四届中国-东盟

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大会宣读论文“贸易自由化与减贫”。 

 在学校参加研讨会。2010 年 6 月 12 至 13 日，参加由中国女经济学者研究培训项目、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学院及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承办的第

七届中国女经济学者国际研讨会，大会评论。 

 在学校参加中德项目研讨会。2010 年 3 月 22 至 27 日，参加中德项目第六次 Block 

Seminar，“Economic Assessment and Policies for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研讨会，

大会报告 Chines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olicy。 

 赴日本东京参加第 6 届中日韩国际研讨会。2009 年 11 月 26-29 日赴日本东京参加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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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东北亚农业农村发展国际研讨会“粮食生产企业与农业经营的结合方式”，大会报告。 

 赴意大利罗马参加 FAO 出版物专家审稿会。2009 年 4 月 19-22 日，应邀赴意大利罗马

FAO 参加“SOFA2009-对未来负责的畜牧业”出版审稿会。 

 赴广西参加中国东盟减贫论坛。2008 年 11 月 3-6 日赴广西桂林参加第二届中国-东盟社

会发展与减贫论坛，大会宣读论文“Grain Price Rising and Market Fluctuation: 

Implications on ASEAN Countries ”。 

 赴德国斯图加特参加中德项目合作研讨会。2006 年 11 月 12-18 日，应邀赴德国斯图加

特参加教育部和德国 DFG 资助的“华北平原集约化作物生产体系中资源可持续利用”项

目的合作研讨会。 

 赴英国伦敦参加学术会议。2006 年 3 月 22-25 日，应邀赴英国伦敦参加“第 25 届欧洲农

业展望”国际研讨会，大会做报告。 

 赴日本参加学术会议。2006 年 2 月 28-3 月 22 日，应邀赴日本富山大学参加“经济自由

化与农业”研讨会，大会宣读论文。 

 赴泰国参加项目培训。2005 年 12 月 12-22 日，应邀赴泰国参加澳大利亚 ACIAR 中心

主办的 CGE 高级培训。 

 赴南非参加国际会议。2003 年 8 月 15-24 日，应邀赴南非参加第 25 届国际农业经济学

者大会。 

 应聘赴日本工作。2002 年 6 月-2003 年 4 月，受聘赴日本富山大学远东地域研究中心工

作。期间受日本文部省资助从事中美日饲料谷物贸易的研究。先后以中、英、日文共发

表学术论文 6 篇，参加日本国内和国际会议多个，包括富山市农协举办的“WTO 下一轮

谈判的日本立场”征求意见会等。 

 赴台湾参加学术会议。2002 年 6 月 4-11 日，应台湾清华大学邀请赴台北参加“海峡两岸

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大会宣读论文。 

 赴澳大利亚从事合作研究。2001 年 4-5 月间，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民发展研究所进

行合作研究，6 月和 9 月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参加合作项目的研讨会。 

 赴法国参加国际会议。2001 年 5 月 15-19 日，应法国 AUVERNE 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

心邀请赴克莱蒙.费朗参加“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国际会议,并在大会宣读论文（英文）。 

 赴台湾访问考察。1999 年 9-10 月间，应台湾中国农村经济协会的邀请，对台湾农业发

展和市场建设进行了实地考察。 

 赴美国访问考察。1999 年 6-7 月间，受美国福特基金会和美国谷物协会的资助，对美

国农业发展和市场建设进行了实地考察。 

 赴美国参加国际会议。1999 年 6 月，应美国国际贸易研究联合会的邀请赴美国旧金山

参加“中国农业贸易”国际研讨会，会上宣读论文（英文）。 

 赴江苏扬州参加国际会议。1999 年 8 月，参加在扬州举行的“第二届中美可持续农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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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合作研讨会”，大会发言（英语）。 

 在北京参加学术会议。2001 年 5 月 25-27 日，参加中国改革杂志社和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举办的“WTO 与中国农村经济”高层研讨会，并参加讨论。 

 赴上海参加国际会议。2001 年 6 月，在上海参加澳大利亚 ACIAR 主办的“中国粮食市

场化改革”国际研讨会，并在大会宣读论文（英文）。 

 赴沈阳参加学术会议。2001 年 8 月，在沈阳参加中国青年农经学者年会，并在大会宣

读论文。 

 赴长沙参加学术会议。2001 年 11 月，在湖南长沙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科学部

主办的“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报告会”，并在大会发言。 

 在北京大学参加学术会议。2001 年 9 月，在北京大学参加“中国经济学年会”，并在大

会宣读论文。 

 在北京参加学术会议。2001 年 11 月，在北京京广大厦参加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举办的

学术报告会“可持续发展：美国的经验和中国的借鉴”。 

 芬兰赫尔辛基国际会议发表论文。2003 年 9 月 5-7 日，与柯炳生和万广化合作完成的

“China’s Agriculture after WTO Accession: Policy Adjustment, Trade Development and 

Market Integration”在赫尔辛基联合国大学国际经济和发展研究所举办的“共享全球繁

荣”的国际研讨会上宣读发表（由万广华宣读）。 

 在北京参加国际会议。2003 年 11 月 10-11 日，应邀参加由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

和中国农业科学院联合在友谊宾馆举行的“中国和印度农业、农村发展和改革经验”国际

研讨会。 

 应邀赴浙江大学参加研讨会。2004 年 2 月 18-20 日应邀赴浙江大学参加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主办的“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前沿与发展战略研讨会”，大会发言。 

 应邀赴吉林农业大学参加中日韩国际会议。2004 年 8 月 16-19 日，应邀参加由吉林农

业大学、日本远东地域研究中心和韩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举行的“东亚粮食市场改革和农

业结构调整”国际研讨会，大会宣读论文。 

 应邀参加中国植物油市场国际研讨会。2005 年 6 月 6-7 日,参加由新加坡 IBC 在北京举

办的“中国植物油市场展望”国际会议,大会宣读论文。 

 参加全球化和中国农业国际研讨会。2005 年 8 月 17-18 日,参加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的“全球化和中国农业”国际会议,大会宣读论文。 

 应邀参加 2005 年度全国中青年农业经济学者年会。2005 年 10 月 30-31 日,参加在上海

交大举行的青年农业经济学者年会。 

 应邀参加中国玉米市场国际研讨会。2006 年 4 月 18-19 日,参加由新加坡 IBC 在北京国

航万骊大酒店举办的“中国玉米市场展望”国际会议,大会做做题为“China’s Corn Import 

and Export: A Strategic Review”的报告。 



CURRICULUM VITAE                            2015年07月26日 更新 

第 26 页 共 29 页 

 应邀赴南京农业大学参加中加小农项目研讨会。2006 年 9 月 21-22 日，应邀赴南京农

业大学参加中加小农项目“WTO 国内支持政策及其对农业生产和贸易的影响”的中期报

告会，会上做了 Effects of Blue Box Policy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的汇报。 

 应邀赴西安交通大学参加中加小农项目的研讨会。2007 年 2 月 1 日，应邀赴西安交大

参加中加小农项目“WTO 国内支持政策及其对农业生产和贸易的影响”的研讨会，会上

做了 Effects of Blue Box Policy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的汇报。 

 应邀参加首届“在京三农期刊联谊会”。2007 年 2 月 5 日，应中国人民大学邀请，赴昌

平参加了首届“在京三农期刊联谊会”，来自北京的 15 家三农相关期刊的有关负责人就

期刊的协调和发展等进行了讨论。 

 应邀参加中德项目合作研讨会。2007 年 03 月 27-30 日，在中国农业大学资环学院举办

的中德项目研讨会 Policies for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上，为中德专家做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olicy in China 的报告。 

 应邀赴南京参加研讨会。2007 年 05 月 21-22 日，赴南京农业大学参加由泰国清迈大学

和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 China’s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Its Impact o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的研讨会，会上做了 China’s Agricultural Polic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GMS 的报告。 

 应邀参加国际农业贸易国际研讨会。2007 年 07 月 08-09 日，在北京君悦大酒店参加由

北京大学和国际农业贸易研究联合会（IATRC）联合举办的 China’s Agricultural Trade: 

Issues and Prospects 国际会议。会议宣读论文 Potential Effects of Blue Box Policy Reform 

on Domestic Support in Agriculture. 

 参加中日韩第四届东北亚农业经济国际会议。2007 年 08 月 25-28 日，组织并参加由中

国农业大学、日本远东地域研究中心和韩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中国农业大学干部管理学

院举行的“新农村建设：日韩经验与中国的实践”国际研讨会，大会宣读论文。 

 参加农业经济史学术研讨会。2007 年 12 月 22 日参加在颐泉山庄宾馆召开的“纪念王毓

瑚先生诞辰 100 周年暨历史视角中的‘三农’学术研讨会”，大会宣读论文“我国农村集市

的起源、分化和发展趋势”。 

 参加中国教育电视台奥运论坛。2008 年 6 月 8 日，在北京政协会议中心参加中国教育

电视台“奥运留下什么”大型系列电视论坛，在“奥运经济、西部发展和和谐社会”论坛做

嘉宾发言。该论坛由中国教育电视台第三频道、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合作联络委

员会联合承办。 

 参加中央电视台 CCTV2009 资源推介会。2008 年 11 月 1 日参加在北京.希尔顿·逸林大

酒店举办的 CCTV2009 资源推介会，做“农村消费市场的走向”的主体报告。 

 应邀赴广西南宁参加研讨会。2008 年 11 月 4 日至 5 日，赴广西南宁参加第二届中国与

东盟减贫与社会发展论坛，大会做 Rising Grain Price and Grain Market Fluc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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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ations on ASEAN Countries 的报告。 

 应邀参加北京市“二三产业发展”座谈会。2008 年 11 月 19 日应邀参加北京市农委和北

京市乡镇企业局举办的北京市“二三产业发展”座谈会，做专家发言。 

 2011 年 6 月 16-17 日北京市农业局“2011 年北京市农产品批发市场培训会”做报告。 

六、奖励及其他 

校级以上奖励	

 2014 年  北京市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2012.01  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012.05  获全国畜牧行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10.03  2009 年全国商务发展研究奖研究报告类优秀奖 

 2006.08  专著《中国农产品市场行为研究》，获第二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提名奖 

 2003.11  2003 年度“全国商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主持人，第一获奖人 

 2003.10  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中国主要农产品市场整合程度研究”（编号：

79870063），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聘请专家评估为优秀。 

 2000.10  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中国改革实践和社会经济形势社科优秀成果”特等奖 

 

校级奖励	

 2014.12 “师恩杯”我最喜爱的导师 

 2013.09  学校 2013 年度优秀教师 

 2012.09 《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体系建设及教学改革研究，学校教学成果二等奖 

 2011.06  教育部“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学校优秀指导教师 

 2011.06  学校 2011 届本科生“百篇优秀毕业设计（论文）”优秀指导教师奖 

 2010.12  学校 2009-2010 学年“优秀班主任” 

 2010.09  学校 10 大班主任标兵 

 2009.12  学校十佳“魅力教师”奖 

 2009.11  学校优秀班主任（国经 081 班） 

 2009.09  学校十佳“杰出教师”奖 

 2008.12 学校十佳“魅力教师”奖 

 2006.07  本科生毕业论文指导“百篇优秀毕业设计（论文）”优秀指导教师奖 

 2005. 10  学校 2005 年教学成果三等奖 

 2003.12  学校优秀班主任 

 2003.09  学校十佳“杰出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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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11  学校优秀班主任 

 2002.10  中国农业大学课堂教学效果优秀教师奖 

 2002.02  中国农业大学 2001 年度课堂教学效果优秀教师奖 

 2002.01 中国农业大学 2001 年度科研奖励 

 2001.03 中国农业大学 2000 年度优秀教师奖  

 2001.03 中国农业大学 2000 年度课堂教学效果优秀教师奖 

 2000.02 中国农业大学课堂教学效果优秀奖 

 1999.10 中国农业大学课堂教学效果一等奖 

 

学术兼职	

 国家《粮食法》起草工作专家组专家（2010.04-） 

 农业部首批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委员（2012-2016） 

 中国畜牧业协会兔业分会专家委员会专家（2012-2016） 

 中国畜牧业协会兔业分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2012-2016） 

 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畜牧业经济专业委员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2012.8-2017.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农业合作与发展研究中心特聘教授（2010.06-） 

 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特聘教授（2010.04-） 

 日本富山大学远东地区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2004-）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加强中国农业市场监测和农业展望能力项目“中国地区规定和

贸易”国家顾问（2011-2013） 

 世界银行 TCC5 项目咨询专家 

 国家开发银行咨询专家（2010-2012） 

 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项目评审咨询专家（2007） 

 福特基金会中国公共政策（PPP）项目（2002-2004）、国际奖学金（IFP）项目评审咨

询专家（2004-200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北京自然基金、浙江自然基金等项目评审

专家；科技部“十二五”项目评审专家 

 国际学术期刊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SSCI 和 SCIE）副主编（2008-） 

 Food Policy、《农业经济问题》、《农业技术经济》、《世界经济》、《中国科技论文

在线》等杂志评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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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拉平】 


